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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节约行动方案》从完善运输基础设施装备、

健全农村粮食物流服务网络、开展物流标准化示范、

推进储运减损关键技术提质升级等方面提出了粮食运

输环节节约减损的各项举措。为贯彻落实方案要求，

进一步掌握粮食运输节约减损情况，交通运输部会同

有关单位开展了调研，围绕推进粮食运输环节节约减

损工作进行了研讨，提出了粮食运输环节节约减损工

作举措。

我国粮食运输基本情况

目前我国粮食运输主要以公路运输为主，铁路、

水运为辅 ；运输装载方式主要包括袋装运输、散装运

输和集装箱运输三种方式。公路运输方面，主要以散

装、袋装运输为主。铁路运输方面，多数采用散粮车发

运，集装箱运输呈逐年增长趋势。水路运输方面，主要

为散装运输和集装箱运输，港口散粮存储以筒仓为主，

通过改进管理，大多数港口将损耗率控制在 0.7‰—

2‰之间。我国沿海主要港口粮食专业化、机械化作业

水平已与国际水平接轨，一些技术和指标已超国际同

行。据有关数据统计，目前跨省粮食物流运输方式中，

主要以铁路和水路为主，其中铁路占比 50%，水路占比

40%，公路占比 10%。目前袋装运输仍是粮食运输的主

要手段，占粮食运输总量的 80% 左右，这也是造成粮

食运输环节损耗的主要原因。

粮食运输环节损耗的主要原因

一是基础设施不衔接不完善。粮食运输通道发展

不平衡，东北粮食通道的水路外运能力局部过剩，华

东及华南沿海流入通道粮食分拨能力不足，部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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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支衔接不畅 ；一些关键节点、粮食物流园区散粮接

发设施落后，配套设施设备陈旧，功能不健全 ；一些

运输节点及粮食物流园区（储备基地）集疏运体系不完

善，还存在诸多不经济的短驳倒运，“最先和最后一公

里”问题依然突出。

二是袋装运输方式导致损耗高。我国每年跨省粮

食流通量超过 2 亿吨，其中袋装运输方式仍占大头，在

装卸、运输当中的抛撒以及包装物遗留造成的损耗较

高。实践表明，集装化运输方式可减少装卸环节，能够

有效避免多次搬运、转运造成的包装破裂，导致粮食

发生撒漏、遗失、污染等问题，损耗比例可控制在 0.5‰

左右。

三是专用运输载具使用率较低。公路运输方面，

颗粒粮食散装车辆价格较高，加之车型属于专用车辆，

购置后无法从事其他运输，导致该型车辆投放市场后

接受程度偏低。铁路运输方面，散粮运输铁路车辆购

置成本高、利用率低，多由粮食流通企业自行购置，按

自备车管理。由于铁路散粮运输车多为企业自备车，

粮食储运企业除缴纳铁路运费外，还需负担车辆折旧

和维修成本，使用积极性也不高。内河船舶散粮运输

也存在同样问题。

四是先进运输组织模式发展较慢。目前我国 80%

以上的粮食运输仍然以袋粮运输方式为主，整个运输

环节需多次使用塑料编织袋进行包装和拆卸，并且中

转环节要经过多次拆包和重新包装，过程繁杂且增加

了用工量和抛撒率。

五是现代科技和信息技术应用不足。现代科技和

信息技术是促进节粮减损的重要手段，但在粮食运输

生产中科技创新和应用还比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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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粮食运输环节节约减损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粮食运输环节节约减

损工作，将深入贯彻《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各项工作举

措要求，以提升粮食运输服务品质、促进粮食物流降

本增效为核心，着力优化粮食现代物流总体布局、提

升运输装备现代化水平、推广先进运输组织模式、强

化现代技术推广应用，加快构建便捷经济、安全可靠、

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粮食运输服务体系。

一是优化粮食现代物流总体布局。完善运输基础

设施，建设铁路专用线、专用码头、散粮中转及配套设

施，减少运输环节粮食损耗。健全粮食物流网络节点

体系，加强各种“跑冒滴漏”管理，有效减少“最先和

最后一公里”粮食运输损耗。建设一批现代粮食物流集

散基地、粮食综合运输枢纽和中转站，打造一批布局

合理、设施先进、功能完善的粮食物流园区。

二是提升粮食运输装备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广应

用新型多用途粮食散装运输车、铁路散粮车、散装运

输船、敞顶集装箱、港口专用装卸机械和回收设备，加

快推广集装箱正面吊等配套设备，充分发挥运输装备

的“四两拨千斤”作用，切实增强运输装备对节粮减损

的支撑能力。

三是推广先进运

输组织模式。结合区

域粮食物流特点和运

输组织实际，在粮食

主产区大力推广散储、

散运、散装、散卸“四

散”化粮食物流模式，

加强港口集疏运体系

建设，加快发展粮食

集装箱运输，积极发

展公铁、铁水、海铁等

多式联运，着力推进

散粮运输、集装箱运

输、多式联运等多种

运 输 方 式 协 同 发 展。

结合“十四五”国家运输结构调整工作部署，进一步提

高大宗粮食铁路运输比例，扩大粮食铁路直达运输份

额，加快实现粮食运输“公转铁”“散改集”和“集港转

直达”运输，减少粮食落地和进出仓。积极推进传送带

密封输送，加大遗撒粮食清扫回收力度，减少粮食破

碎、尘化和漏料。

四是推进粮食物流标准化发展。深入实施现行粮

食物流相关标准，健全完善粮食物流环节标准体系，

加快发展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粮食物流服务，探索

应用高效减损粮食物流模式，推动散粮运输设备无缝

对接。在“北粮南运”重点线路、关键节点，开展多式

联运高效物流衔接技术示范，努力培育一批粮食多式

联运示范线路和骨干物流企业。

五是促进先进技术推广应用。支持粮食运输企业

加强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应用，打通物

流通道、节点、工具和人员等要素之间的堵点，推动公

共物流信息的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进一步提升粮食

物流效率和管控水平。鼓励粮食物流企业借助货运大

数据平台，积极整合货主、货源、价格、物流、需求等

多维度信息，促进粮食市场主体和物流运输主体的信

息共享。

责任编辑  李艳芝

HXN5 型内燃机车牵引粮食运输车厢行驶在绥佳铁路线和金色玉米地旁。

 刘嘉烨  摄   来源 ：视觉中国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